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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方式的变革是以核心素养为指向的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梳理与探究作是语

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学习方式之一。面对当下，学生梳理、探究的意识、方法与能力相对薄

弱，个性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识不足。为顺应学习方式变革，开展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

本文以梳理与探究学习活动为突破口，寻求由“教”向“学”转移的教学路径，以获得更有

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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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学习方式的变革是以核心素养为指向的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梳理与探究作为语文实践

活动的学习方式之一，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

“《课标》”）的创新。它通过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梳理，将所学知识结构化，融入并改善

大脑中原有的认知结构。目前教学模式主要受学科特征影响明显，语文知识随文而教、随文

而学成为常态，教师习惯了“代庖”进行阶段性知识梳理，较少有目的的开展梳理与探究学

习活动。长此以往，学生梳理、探究的意识、方法与能力相对薄弱，个性的发现和独到的见

识不足；同时教师对梳理活动如何选题、推进、引导与评价也缺乏探索的自觉。 

“梳理与探究”作为重要的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教师除了在教材中安排专门单元教学之

外，更需要在语文教学全过程中加以落实。梳理与探究，指向主动、个性、探究、建构，指

向知识的情境化结构化，离不开语文素养的每一个方面。为顺应学习方式变革，开展指向学

科核心素养的教学，教师可以梳理与探究学习活动为突破口，寻求由“教”向“学”转移的

教学路径，以获得更有效的教学效果。 

二、梳理与探究的关系初探 

高中语文“梳理与探究”学习活动是语文学习实践活动的关键环节。教师基于学科核心

素养指向，需要关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学习过程，关注教学中相关环节的设计与落实情

况，为由“教”转向“学”提供情境。王宁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班 2020年修

订）解读》中提到：“在原有的‘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之外，为了强调学生的创新能

力，还增加了‘梳理与探究’一项，更加全面地体现了学生自主活动的语文特点和丰富的内

容。”“梳理与探究”活动将语文的学科特点和素养要求更直观地呈现出来，让学生感受到



课程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课标》18 个学习任务群中，10个学习任务群的导语、学习目标与内容或教学提示中出

现了关于“梳理”的表述，占比极高。《课标》中“梳理”的内容不限于静态知识体系，而

是涉及语文学习的各种方面。“梳理”活动涉及到的内容有“梳理小说的感人场景乃至整体

的艺术架构”、“梳理（学术著作）全书大纲小目及其关联”“梳理文言词语在不同上下文

中的词义和用法”、“梳理所学作品中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和文化常识”、

“梳理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作品”、“研读学术著作过程中生成的关注点、

问题点、质疑点”。《课标》并无意穷尽所有的梳理内容，也没有对梳理内容进行定性。从

文体上分，有小说与学术著作之别；从语体上分，有文言文与白话文；从结构上分，有词

语、纲目、作品……梳理内容涵盖类型广泛，从字词到作品，从语言到主题，既有点面结

合，又有表里搭配，呈现出了“梳理”活动极大的适用性。 

不难发现，学习任务群 4为“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在 18个学习任务群中具有提纲

挈领的作用，不是单个单元的教学，而是融汇在整个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学习体验。更是学生

借以达到交流与表达、阅读与鉴赏的径路。 

同时，18 个学习任务群中关于“探究”的表述出现在 9个学习任务群中。“探究”的对

象包括“人物的精神世界”“（学术著作）的语言特点和论述逻辑”“不同媒介语言文字运

用的现象的特点和规律”“探究语言文字运用规律”……同样，《课标》也仅仅罗列了部分

探究对象，也未对“探究”内涵进行界定。从《课标》的相关表述中，不难发现这些“探

究”活动往往建立在“梳理”的基础上，以发现规律为主要的目标，引导学生通过一定的方

式发现作品深层含义某种规律或某种规律。基于梳理的探究，需要学生展现出更高层次的思

维能力和语文学习水平。能够通过对语言现象的梳理，进一步感受语言运用的规律，进而感

受语言文字的魅力，为表达、交流、阅读、鉴赏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 

在新课标的实施过程中，教学主要矛盾开始转换，尤其重视学生主体在教学关系中的作

用。因此，如何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在课堂上如何完成转化，同时也为课堂变革提供新的

方向。“梳理与探究”的学习活动较明显地体现这一教学主体矛盾的变化。“梳理”与“探

究”在课标中表现了较明显的承接关系，这不仅是学习安排的先后顺序，更是学生学习程度

深浅的呈现。“梳理”与“探究”类似于“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这组关系。深度学习

是“寻求意义与知识、经验的链接，探讨共同的范式与原理，琢磨证据的检验与讨论的批判

性，认识自我理解的水准，而浅层学习是作为碎片化知识的记忆与再现，意味着无意义、无

目的的学习。1”从“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概念来看，“梳理”活动的能力要求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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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学习”之上，但尚未触及“深度学习”。而“探究”活动则与“深度学习”的概念高

度吻合。脱离“探究”活动的“梳理”活动与搜索无异，是一种毫无意义、无目的的学习活

动。只有将“梳理”活动放置在“探究”这一情境下，才能体现其基础性价值，能将碎片化

的知识结构化，从特殊的语言现象中得出共同的范式。“深度学习应当既重视学科内容（知

识维度）的习得，又重视思维能力（认知过程维度）的训练”2。只有理清了梳理与探究的关

系，才能基于核心素养设计相关的教学环节，让学生的“深度学习”通过这一活动真正发

生。 

三、梳理与探究的课例实践 

（一）从语言到思想 

梳理是探究的基础，因此梳理内容的选择基于探究活动的要求而定。梳理语言现象，不

是为了让学生变成行走的“字典”，而是为了让学生在积累梳理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语

言背后的思想做准备。 

《课标》指出“通过在语境中解读词汇、理解语义的过程，树立语言和言语的相关性和

差别性的观念。3”文言文尤其是思想性极强的先秦诸子散文是学生学习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

座大山。上古的历史环境，后起繁多的义项，往往让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莫衷一是。教师通过

设置恰当的梳理任务，让学生通过“语言”的通道到达“思想”的目的地。以选择性必修上

册《<老子>四章》一课为例。学生理解在诸子百家争鸣时期的不同流派的思想特征难度较

大，道家思想又以其极具特点的辩证思维独树一帜。为了更好地让学生理解道家思想，进而

对道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安排了学生对《老子》否定词的义项梳理

活动。这一活动考虑高二学生对文言文词义的把握水平，意在学生通过梳理对否定词进行义

项归整，同时能够在梳理过程中主动发现义项的词性变化。学生在“梳理”能力上的差异在

任务单上直观地呈现出来。在对不同梳理结果对比中，学生从梳理整合进一步发现否定词的

使用规律。在梳理基础上，学生通过小结否定词“无”“不”“未”的义项，发现“无”中

的名词词性，进而引发探究《老子》中的重要概念“无”的兴趣。学生基于选文探究“无”

这一概念的外延，即老子否定的“是什么”。学生通过对于文本概括，基本能理解老子否定

的具体内容，但很难概括出“为”的概念。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师在学生探究出现堵点的时候，适时地给出“为”

的概念，提升学生的感性认知，同时指出诸子思想产生的差异之“为”。这一梳理与探究活

动的实践，让学生从基本的语言层面到了思维层面，进而可以引导学生联系本单元诸子选

文，探讨诸子“为”的异同，即老子“为什么”要否定。概念一般借助语词表达，概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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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也正是语词表达上的区别。通过梳理，学生发现老子在语词表达上的特点，借以进一

步探究道家思想的表达形式。《课标》提到要让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语言文字作品，

探究和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形成自己对语言和文学的认识”4。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

迁移此类语词梳理的经验，对先秦诸子或某一作家的作品做相关的梳理，进而形成自己的认

识和阶段性阅读成果。 

从单篇梳理到群文梳理，从教材选文梳理到某一作家作品的梳理，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不断提升，让学生构建起了更加系统的语言认知体系，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学生只要能够

“频繁地发现问题，探讨内在的原因，对语言的感觉必然会越来越敏锐，处理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思维能力也就在这个过程中的得以提升。5” 

（二）从形象到主题 

语文实践活动最终为了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而作为常见的实践活动，

阅读鉴赏、表达交流和梳理探究往往是交融互生。在阅读鉴赏活动中设计一定量的梳理活

动，能更好地激发学生探究作品的精神世界，体会文学作品的主旨，研究文学作品的艺术价

值。 

以必修上册《哦，香雪》一课为例。通常“一分钟”的内容是梳理活动偏爱的对象，这

一梳理内容的对高中学生而言难度不大，只要学生了解小说创作背景后，就能较深入地对

“一分钟”“铅笔盒”等关键词进行赏析。通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二元格局，解读出传

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并倾向于认为小说展现火车象征的现代文明对大山象征的传统社会的

冲击，并在这个前提下理解香雪的人物形象及小说的主题。《哦，香雪》作为影响中国现当

代文学发展的作品，它的价值可能就在这样的梳理中被弱化了。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多

元，但都不能脱离对语言现象的梳理与探究。如果仅梳理“一分钟”的内容会让学生被“冲

击”“无力”等片面的观点遮蔽，而让“大山”成为传统、封闭的象征。 

教师在教学中加入另一组内容梳理，即梳理台儿沟山里人与“大山”的关系，进而重新

解读“大山”的象征义。学生通过梳理，发现文章中五处涉及到人与大山的关系：“默默地

接受着大山人以给予的温存和粗暴”、“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大山无声的命令”、

“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

从未有过的骄傲”、“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战栗了，她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

同欢呼着”。通过这一梳理，学生能感受到小说中“大山”的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大山从

“温存和粗暴”“无声的命令”“严峻而又温厚”“古老”的形象中蜕变，从简单的封闭落

后、单向度的情感输出的形象中转型，转向了一个感喜乐、能共情的形象。在当时的时代，

 
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版）（M）．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6 

5 王宁、巢宗祺主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班 2020 年修订）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0：113 



摆脱了传统社会的无力感、封闭性极强的形象，大山象征的传统社会也在慢慢地接受来自现

代文明给予青年人的力量。这一形象的转变能让学生更深刻地审视香雪这一人物形象的价

值，甚至包括凤娇等一众姐妹对大山形象的改变所起到的作用。 

阅读鉴赏活动中的梳理除了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作品丰富的语言现象之外，更能通过探究

形成个性化的阅读和更深层的解读。“深度学习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将外在的教学内容

转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而教学内容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生的精神力量，必先转化为学

生能够进行思维操作和加工的教学材料，成为学生学习的对象。6”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

意识地通过若干梳理与探究活动设计，提升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丰富语言积累，提升文学审

美趣味和鉴赏能力。 

 

四、余论 

“梳理与探究”活动作为新课标中的创新概念，它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达成过程中的作

用不容小觑。教育实践是基于课标解读的课堂转化，语文课程要引导学生在真是的语言运用

情境中参与语文实践，从而促进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同时，教师也要调和好“梳理与

探究”活动与其他语文学习活动之间的关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既要关注教学中梳理与探

究环节的设置，也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全面关注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情境创设、学习资源运

用、教学评价设计等视角，进行多视角的课程设计。“梳理与探究”学习活动是其他学习活

动的基础，也是寻求由“教”向“学”转移的教学路径的突破口，从这一突破口，教师也能

窥见学生“深度学习”的初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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